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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日讯（记者李天池）12日，国家
统计局公布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今年我
省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粮食作物种
植 面 积 达 到 22024.8 万 亩 ，占 全 国 的
12.4%，同比增加 197.9 万亩；粮食总产量
1552.6 亿斤，为历史第二高，占全国的
11.3%，连续13年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我省粮食总产量相比去年有所减
少，主要是因为低产作物大豆面积大幅增
加，种植结构调整影响了粮食总产。

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我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主要农作物
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87%，实现水
稻、大豆、小麦种源完全自主，全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8%，农业主推
技术到位率稳定在95%以上。

作为我国最大大豆产区，我省大豆种
植面积常年占全国 40%以上，商品率达
80%以上。今年我省完成大豆扩种1000万
亩以上，大豆生产呈现“面积增、单产升、总
产创新高”的特点。

我省已连续5年粮食产量超过1500亿
斤，商品量和调出量都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第一；全省绿色食品面积、农业机械化率也
均居全国第一。

粮食入库。吴永江本报记者吴树江摄

今年我省粮食总产量
实现“十九连丰”，产量连续13年居全国第一

新华社北京12月 1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

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要扎实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
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
向世界。

11 月 29 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
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7 届常会
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
我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
界第一。

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李丹丹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冬日黑河，室外呵气成霜。黑河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内，电话铃
声、受话员接听电话声以及记录信息敲
击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繁忙有序。
12345便民热线的工作内容看似简单，却
承载着传达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反
馈好社情民意、帮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当好“疏通员”、架好“连心桥”的
重要职责。

24小时坚守，当好群众的“服务员”

一个电话解民忧，一条热线连民心。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急需解

决？”“好的，您的诉求我记清楚了，马上
帮您联系相关部门解决。”

11月 27日，便民热线接到黑河城区
居民李先生的求助电话，受疫情影响快
递业暂停，他为家人购买的治疗心脏病
的急需药滞留北安。接电后，工作人员
几经周转与北安的快递公司取得联系，

并与相关部门联系，畅通通道。快递公
司连夜安排快递员将急需药品配送至李
先生家人手中。

年初以来，12345便民热线共计接听
群众来电 17.7万余件，接通率、办结率、
满意率均在99%以上。

多方联动，建立解决问题的“快车道”

一处“堵点”，多方响应、多管齐下，
迅速处置。

11月 27日，黑河居民打电话反映小

区供热管线出现问题，急需抢修。受话员
接电后立即将问题交办给相关单位，责任
单位市城管执法局立刻安排市供热公司
人员抢修，只用一个多小时小区就恢复
了供暖。居民的屋子暖了，心更暖了，他
们对这样的工作效率纷纷竖起大拇指。

12345 便民热线创建民生服务应急
处理网络平台，并建立由供排水、供电、
供暖、街道物业等部门组成的二级应急
处置平台，24小时高效运转，随时待命处
理各种突发情况。 （下转第三版）

黑河市12345热线

春风“话语”润民生 □本报记者 周静

作为中药行业的“第一车间”，中
药材种植在中药生态链条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药材的品质决定了成药的质
量，中药饮片的高品质90%是种出来
的。”作为国内一流的精品中药饮片
和中医连锁龙头企业，深圳市和顺堂
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堂）一
直致力于生产高品质中药饮片，和顺
堂董事长宋钢到黑龙江实地考察后，
对“寒地龙药”大为赞赏，与伊春市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在共建 GAP 精品中药材种植基地、
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林都龙
药”品牌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伊春市长董文琴介绍，伊春市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中
医药产业、打造千亿级中医药产业”
的战略部署，依托“大森林、原生态、
道地药”资源优势，将中医药产业作
为重要支柱产业倾力打造，中药材产
业连续 3 年保持双位数增长。接下
来伊春要不断深化与和顺堂等企业
的战略合作，努力建成全省中医药发
展先行示范区。

为了保证“寒地龙药”品质稳步提
升，省农业农村厅积极引导各类生产
经营主体从种植到产地加工环节实行

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开展绿色生产模
式示范，加强产地和产品认证。在国
家级三类重点保护药材中，有近1/3的
资源分布在我省，且这些资源超过
80%产自龙江森工集团林区。围绕人
参、刺五加、五味子、紫苏、沙棘等特色
品种，龙江森工集团建立了一批优质
种苗繁育基地和标准化种植基地，构
建从产地到药房的全过程中药材质量
追溯体系，把牢中药材的质量关。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学斌介
绍，今年我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400 万亩以上，产量预计 75 万吨左
右。有了丰富的原料做基础，就等于
有了“梧桐树”，就可以瞄准国内知名
医药加工企业招商，利用资源优势吸
引价值观趋同、体量对等、优势互补的
大型医药企业联合发展中医药产业，
真正把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做精，把
刺五加等重要品种做精做细做优。

为此，省农业农村厅优选招商项
目，制定了《全省中药材产业招商引资
工作方案》《全省中药材产业布局图
谱》《招商引资手册》和重点品种《产业
链条图谱》，强力推进中药材产业定向
招商、精准招商，先后引进了国药集
团、中国中药、华润三九集团、太极集
团、修正药业、片仔癀药业等国内知名
大型医药企业，累计引进种植和加工
项目150个，签约额212亿元以上。

“寒地龙药”系列报道④

种好中药材引得“凤凰”来

本报12日讯（记者李国玉）12日，省
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听取各市（地）、省直有关部门经济
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谋划明年经济工
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三届二次全
会精神，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把握形势任务，增强战略主动，扎
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推动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确保现代化强省建设
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克服
疫情冲击等不利影响，系统优化产业体
系、创新体系、政策体系，全力稳增长、促
发展、保民生，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会议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
作责任重大。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准确
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系
统谋划明年经济工作，确定积极可行的
发展目标，实现既有质量、又有速度的发
展，奋力开创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全
力稳定经济增长，推动企业复工扩能增
产，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和特色产业，
夯实经济运行基础。要围绕构建“4567”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 22个产业专项行
动，统筹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千方百计
上项目，进一步优化存量、扩大增量。要
持续推动转方式调结构，统筹好当前发
展和长远目标，把握产业方向，优化产业
布局，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要深化改革
开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做好对外开放
大文章，深化对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为
发展增添新动力。要加快消费回暖升
级，做强冰雪经济，激活节庆消费，支持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有效扩大内需。要
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办好招商活动，建好
载体平台，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
到龙江投资兴业。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扛起稳增长的
政治责任，以过硬能力作风促落实，以科
学考核评价树导向，让干部敢为、地方敢
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形成争先晋
位、赶超发展的良好局面。

会议对做好当前工作作了部署，强
调要打好今年收官战，做好保供稳价和
民生保障工作，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
细化落实“新十条”措施，做好医疗资源
储备，保障药品供应，筑牢免疫屏障，加
强政策解读，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
（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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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建设持续输入强劲动力

□崔砚泽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

在望奎县，龙薯联社创新推行“北薯
南种”“北社南营”，一个“黄麻子”土豆，
在我省望奎县和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
黑一红两片土地上种植、收获。南北互
动，不断结出硕果。

一个品种，错时种在黑红两片
土地上

几场冬雪过后，望奎县黑土地上覆
盖着白雪，尽显静谧。距离望奎县城 10
公里的火箭镇龙薯联社，眼下正在做马

铃薯扩繁工作。
“我们不猫冬，一套人马两个基地，

这边刚收完，就去那边种地了。”说话
间，望奎县农技服务中心技术员黄丽芳
走进了龙薯联社三楼的马铃薯组培中
心，研发负责人赵井玉正在给脱毒薯苗
切断扩繁。

“丽芳姐，今年联社马铃薯原种都
是咱们自己扩繁的，望奎 2.5 万亩黑土
地的马铃薯今年早收完了，广东那边
8000 亩红土地马铃薯也完成了冬播。”
赵井玉说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马铃
薯品种自主研发也像研发芯片一样。”每
个季度，黄丽芳都会到龙薯联社基地进
行调研指导。

“联社主打的‘黄麻子’品种淀粉含
量高，亩产能增加 500公斤左右，车间内
还培育‘大西洋’、‘荷兰十五’等品种。”

赵井玉说的“黄麻子”品种马铃薯起源于
望奎，因早熟、高产、质佳，远近闻名。

望奎县委书记王顶介绍，“黄麻子”
品种是望奎县马铃薯的金字招牌，龙薯
联社加快种薯繁育基地建设，在原有组
培中心和种子精选切割车间基础上，今
年又新建了一栋 2500 平方米的智能温
室，联社年可生产原原种 425万粒、原种
1700 吨、一级种薯 2 万多吨。黑龙江望
奎和广东遂溪县两个基地共用这一品
种，在实现基地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不断
扩繁，夯实基地，同时引进和研发适用于
本地种植的新品种，为马铃薯产业注入
新动能。

赵井玉介绍，明年联社将加强与东
北农业大学等院校合作，共建马铃薯技
术研发中心，引进和研发适于本地种植
的马铃薯新品种。

两个基地，南北共话增收经验

“咱们在联社会议室和老常视频连
线，我和他约好了，交流一下学习党的二
十大报告体会，看看他们眼下在忙啥？”
黄丽芳说。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丽芳，我们
也自学了报告，咱们把报告里和农业农
村相关的内容，重点学学，就知道明年
咋干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龙薯联社
理事长常更国和社员们通过视频分享着
学习体会。

常更国介绍，每年10月中旬，望奎这
边马铃薯收获完毕，他就带着 20余名社
员从望奎到遂溪。今年 11月，遂溪县的
基地就开始了冬播。 （下转第三版）

望奎“黄麻子”下广东

1552.6 亿斤

□新华社记者 刘华 郝薇薇

转入温和的冬季，沙漠绿洲利雅得迎
来期盼已久的喜雨，也迎来中国同阿拉伯
国家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

12月7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出
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
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飞越高山碧海、大漠长河，习近平主
席乘坐的专机历经 10 个多小时，当地时

间 7 日下午飞抵阿拉伯半岛。沙特空军
战机护航，“沙特之鹰”礼宾护卫机伴飞，
机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宾护卫机在空中
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
最高礼遇，致敬最尊贵的客人。

沿途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道路两侧
电子屏上“热烈欢迎习主席访问沙特！”的
标语，连日来当地新闻媒体持续的大篇幅
报道，无不表达着阿拉伯国家对习近平主
席前来与会的热切期盼，对加强中阿合作
的强烈愿望。

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
国家峰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阿拉
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
动，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
一成功实践。

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规划路径，为
中阿关系未来发展擘画蓝图，为地区和世
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信心和动力。
习近平主席利雅得之行，树起中国同阿拉
伯国家交往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下转第三版）

开启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关系新时代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